
教学设计 

课题 人教版七年级上册 第三单元 第 13 课 东汉的兴衰 

2022

版国

家课

标要

求 

了解西汉末到东汉的政治、社会动荡 

教材

分析 

西汉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光武帝刘秀顺应了这一历

史趋势，结束西汉末年以来长期混战的局面，在地方豪强的支持下

及新莽政权的废墟之上建立了东汉王朝。之后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巩

固统治，创建了“光武中兴”的局面。随着中后期豪强地主势力恶

性膨胀,加之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致使政治腐败，百姓生活悲惨，

最终引发了黄巾起义。黄巾军的反抗瓦解了腐朽的东汉王朝，中国

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东汉王朝是汉王朝的一部分，

维护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东汉的兴衰史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的

规律，并通过王朝兴与衰的比对体现出杰出人物和人民群众分别对

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反映出统治者要重视民生，爱惜民力，发展

生产，才能使社会出现治世局面的启示。通过黄巾起义认识到阶级

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学情

分析 

1、学生认知水平 

七年级学生对于东汉的历史总体较为陌生，不仅对于光武帝较为生

疏，对于“外戚”“宦官”等概念认识不准确，在理解外戚宦官交

替专权的过程上存在困难。对历史问题的理解仍缺少辩证性和全面

性，史料分析和总结能力仍有待于提高，对东汉王朝的历史地位认

识不深刻。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历史知识储备，发挥学生的

主体性。 



                                                     
 

2、学生心理、生理特点 

七年级的学生感性思维更突出，理性思维较差；有强烈的好奇心，

对历史学习具有较大的兴趣；但由于接触历史学习的时间较短，相

应的历史学习能力和历史学习方法都较为薄弱，学生掌握的信息多

为碎片化信息，分析和提炼不够深入。教师应采用多种教学方式，

创设历史情境，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 

教学

目标 

1、通过时间轴的梳理并观察地图，知道东汉建立的基本史实。 

2、研读史料并阅读教材，分析光武帝采取的措施及影响，认识到统

治者要重视民生，爱惜民力，发展生产，才能使社会出现盛世局面。

3、观看视频，归纳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过程，分析史料，总结其原

因及影响；填写表格，知道黄巾起义的基本史实，认识到阶级斗争

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4、结合所学知识，合作探究东汉兴衰的原因，认识到封建王朝兴衰

更替的规律。 

教学

重点 
光武中兴采取了哪些措施？有什么影响？ 

教学

难点 
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原因和影响是什么？ 

教学

方法 
创设历史情境，讲授法、谈话法等 

学习

方法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评价 对学生的生成进行实时评价，及时给予学生反馈。 

教学

用具 
多媒体 



                                                     
 

教学

过程 
教师行为 

预设学生

行为 
设计意图 

新课

导入 

 

 

 

 

 

 

 

 

 

 

 

讲授

新课                                               

 

 

 

 

 

 

 

 

 

展示东汉“中国人民”铜镜的图片。这

枚铜镜是“中国人民”一词最早在文物

上的出现，因此，这枚铜镜也被列为国

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武汉博物馆。 

提问： 

1、屏幕上的文物是什么？ 

2、这段铭文从侧面反映出东汉人民什

么样的心愿？ 

3、东汉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呢？东汉人

民是否实现了他们的心愿？ 

一：兴·人心思汉，光武中兴 

1、东汉的建立 

活动一： 

出示材料一，分析西汉后期的社会状

况。 

材料一：“大兴徭役，重增赋敛（li

ǎn 征收），征发如雨…（民）饥馑（农

作物歉收）…死于道，以百万数。”   

 ——《汉书·谷永传》                                 

提问： 

西汉后期百姓生活状况如何？ 

导致上述状况的原因有哪些？ 

教师总结：西汉后期朝政越来越腐败，

不断征发赋税徭役，致使民不聊生，数

学生：盘

子，镜子； 

中国人民。 

 

 

 

 

 

 

 

 

 

 

 

 

 

 

 

学生： 民

不聊生，百

姓流离失

所。 

赋税、徭役

繁重 

通过铜镜导

入，创设历史

情境，设疑激

趣，引发学生

对东汉王朝的

进一步思考。 

 

 

 

 

 

 

 

 

 

 

 

 

 

 

 

 

 

 



                                                     
 

 

 

 

 

 

 

 

 

 

 

 

 

 

 

 

 

 

 

 

 

 

 

 

 

 

 

以百万的人民已流离失所。而根源在于

朝廷政治的腐败。 

活动二： 

出示时间轴及刘秀的个人介绍，了解西

汉灭亡、东汉建立的基本脉络，简单介

绍光武帝。    

材料二：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

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         

        ——《后汉书·光武帝纪》                                     

教师总结： 

公元 9 年，外戚王莽夺取政权并建立了

新朝，存在了两百多年的西汉灭亡。面

对西汉末年的朝政腐败，王莽采取一系

列改革措施，史称“王莽改制”。但是

王莽的改革严重脱离实际，加剧了社会

动荡，最终导致绿林、赤眉起义，新朝

被推翻。西汉宗室刘秀却在农民起义中

脱颖而出，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这

就是东汉，刘秀被称作光武帝。东汉建

立初，还有不少割据政权的存在，刘秀

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出示西汉和东汉的形势图，了解两汉的

疆域概貌及都城。 

 

 

 

 

 

 

 

 

 

 

 

 

 

 

 

 

 

 

 

 

 

 

 

 

 

 

 

 

 

通过时间轴清

晰展示西汉末

至东汉初的历

史，学生能够

理清朝代更迭

的脉络，使学

生形成一定的

历史时间概

念。 

 

 

 

 

 

 

 

 

 

 

 

 

 

 



                                                     
 

 

 

 

 

 

 

 

 

 

 

 

 

 

 

 

 

 

 

 

 

 

 

 

 

 

 

 

 

 

 

 

提问：比较两汉的疆域地图，观察有什

么异同点？ 

依据你的地理认知，洛阳和长安的位置

关系是什么呢？ 

教师总结： 

同：除少数地区有变化外，东汉的疆域

和西汉基本相同。 

异：西汉都城为长安；东汉都城为洛阳； 

从地理位置上，洛阳位于长安以东，所

以后人把刘秀建立的朝代称为“东汉”。 

 

2、光武中兴的内容及影响。 

活动一： 

出示材料三，并回顾文景之治的相关内

容，阅读教材，掌握光武中兴的措施。 

材料三：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后汉书·光武帝纪》 

设计问题链提问： 

农民起义后又经过连年的征战，想一想

东汉初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局面？ 

这和我们之前的学习的哪段时期比较

 

 

 

 

 

 

学生：两汉

的疆域 大

致相同；两

汉的都 城

不同。洛阳

位于长 安

以东。 

 

 

 

 

学生：天下

百姓民 不

聊生，社会

经济遭 到

严重的 破

坏；西汉初

期。 

 

 

 

 

 

 

 

 

 

 

 

 

 

 

 

 

 

 

 

通过回顾旧

知，使同学们

用迁移的方式

解决新问题，

有助于学生对

光武中兴内容

的掌握。在培

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的同



                                                     
 

 

 

 

 

 

 

 

 

 

 

 

 

 

 

 

 

 

 

 

 

 

 

 

 

 

 

 

 

 

像呢？ 

光武帝刘秀打算采取怎样的措施改善

社会状况? 

阅读教材，说一说光武帝为巩固统治采

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分别有什么作

用？（重点） 

光武帝对少数民族实行怎样的政策？ 

观察图片，发现少数民族有哪些变化？ 

 

 

 

 

教师总结：由于东汉初年社会经济遭到

严重破坏，所以当时的统治者的首要任

务也是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刘秀以柔

道治天下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

举措。 

活动二： 

通过连连看的方式检测学生掌握情况。 

连一连，看看每一条史料对应哪一点措

施。 

 

 

 

 

 

 

 

 

 

学生：少数

民族的 位

置和数 量

都发生 了

改变。 

 

 

 

 

 

 

 

 

 

 

 

 

 

 

 

时，锻炼学生

解释历史的能

力。实现对历

史解释这一素

养的培养。 

 

 

 

 

 

 

 

 

 

 

 

 

 

 

 

 

 

 

通过连线的方

式检测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情

况，同时培养

学生史料实证

的素养。 



                                                     
 

板书

设计 

 

 

 

教学

反思 

 

 

 

 

 

 

1. 如何在设计重难点问题时形成问题链，做到层层追问、环环相扣

需要反思。 

2. 如何在教学中处理好教师与同学之间的关系，通过多样化的手段

去引导学生，让同学去思考、总结需要反思。 

3. 如何以培养学生的思维为主，与学生形成真正的交流，娓娓道来

需要反思。 

 


